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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凡
談
論
︿
富
春
山
居
圖
﹀
，
就
不
得
不
提
及
廣
為

流
傳
的
乾
隆
皇
帝
﹁
真
贗
﹂
之
辨
。
儘
管
這
是
一
個

長
期
為
人
們
所
津
津
樂
道
的
﹁
藝
林
風
雲
﹂
，
同
時

也
是
日
後
無
用
師
本
與
子
明
本
真
偽
論
辯
幾
經
反
覆

的
主
要
論
題
。
然
而
一
般
論
者
通
常
只
止
於
泛
泛
而

談
，
或
語
焉
不
詳
，
而
未
曾
見
有
深
入
具
體
情
形

者
。
究
竟
乾
隆
皇
帝
當
年
﹁
真
贗
﹂
之
辨
的
經
過
如

何
，
以
及
他
持
續
半
個
世
紀
的
展
對
、
題
跋
帶
給
我

們
怎
樣
的
﹁
翰
墨
緣
﹂
︵
按
，
子
明
本
弘
曆
乙
卯
春

閏
題
識
︶
，
這
對
於
從
另
一
個
視
角
去
識
讀
︿
富
春

山
居
圖
﹀
以
及
子
明
本
的
歷
史
價
值
與
普
世
意
義
，

實
在
是
一
個
非
常
重
要
的
契
機
。

乾
隆
皇
帝
與
︿
富
春
山
居
圖
﹀

樓
秋
華

乾
隆
十
一
年
︵
一
七
四
六
︶
冬
，

家
道
中
落
的
安
氏
︵
即
安
岐
、
安
忠
元
家

族
︶
經
大
學
士
傅
恒
向
弘
曆
進
呈
了
包
括

這
一
卷
早
已
揚
名
天
下
的
︿
富
春
山
居

圖
﹀
︵
即
無
用
師
本
︶
在
內
的
數
件
名

迹
。
正
是
此
次
進
呈
，
開
啓
了
前
後
長
達

二
百
六
十
餘
年
的
真
贗
論
辨
史
，
這
在
客

觀
上
為
後
世
鑒
賞
者
提
供
了
極
好
的
研
究

範
例
，
有
助
於
演
進
古
書
畫
考
辨
的
學
術

方
法
，
夯
實
學
理
基
礎
，
進
而
對
繪
畫
史

的
梳
理
與
構
建
產
生
積
極
影
響
。

時
間
回
到
乾
隆
十
年
冬
，
正
當
張

照
︵
一
六
九
一∼

一
七
四
五
︶
、
梁
詩
正

︵
一
六
九
七∼

一
七
六
三
︶
、
董
邦
達

︵
一
六
九
九∼

一
七
六
九
︶
諸
大
臣
奉
旨

編
纂
︽
石
渠
寶
笈
．
初
編
︾
︵
註
一
︶

完

成
後
不
久
︵
從
乾
隆
九
年
二
月
開
始
編

纂
，
至
次
年
十
月
完
稿
。
︶
，
弘
曆
見
到

了
子
明
本
。
起
初
他
並
不
認
為
這
件
長
卷

就
是
膾
炙
人
口
的
︿
富
春
山
居
圖
﹀
。
因

為
款
中
並
無
﹁
富
春
﹂
二
字
，
而
且
他
在

是
年
夏
天
沈
德
潛
所
進
呈
的
詩
古
文
稿
中

對
︿
富
春
山
居
圖
﹀
的
大
致
情
形
已
經
有

所
瞭
解
。
但
他
又
認
為
子
明
本
是
黃
公
望

另
一
件
﹁
山
居
圖
﹂
，
而
不
知
子
明
本
其

實
只
是
一
件
贗
鼎
之
作
。
於
是
，
雄
心
勃

勃
、
好
大
喜
功
的
弘
曆
從
乾
隆
十
一
年
春

天
、
穀
雨
日
、
清
和
月
、
臯
月⋯

⋯

在
子

明
本
上
一
再
作
跋
，
讚
歎
有
加
，
屢
題
寄

意
：世

傳
︿
富
春
山
居
圖
﹀
為
黃
公
望
生
平

傑
作
。
此
卷
寫
山
居
風
景
，
巖
壑
平

遠
，
曠
若
千
里
，
未
識
與
︿
富
春
圖
﹀

孰
為
先
後⋯

⋯

︵
圖
一
︶

大
癡
道
人
黃
子
久
，
詩
中
元
白
書
顏

柳
。
富
春
大
嶺
稱
絕
作
，
膾
炙
都
人
士

之
口
。
金
題
玉
躞
標
山
居
，
然
疑
即
是

︿
富
春
﹀
否
？
︵
圖
二
︶

畫
家
貴
正
不
貴
奇
，
大
癡
此
卷
三
昧

知⋯
⋯

試
評
此
畫
得
所
否
？
更
須
紙
尾

揮
顏
碑⋯

⋯

每
閱
此
卷
，
愛
玩
不
置
，

因
命
學
士
沈
德
潛
題
其
後
，
而
自
記
以

詩
。
︵
圖
三
︶

按
，
鄒
之
麟
此
跋
直
以
為
︿
富
春
﹀
，

而
題
籤
曰
︿
山
居
﹀
，
沈
德
潛
所
見

︿
富
春
山
居
﹀
云
又
非
此
，
姑
俟
他
日

之
辨
。
︵
圖
四
︶

其
間
他
曾
懷
疑
子
明
本
或
許
就
是

那
件
聞
名
遐
邇
的
︿
富
春
山
居
圖
﹀
，
甚

至
在
四
月
︵
清
和
月
︶
，
他
在
﹁
每
閱
此

圖一　元　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子明本）  乾隆皇帝於1746年長至後一日題跋

圖二　元　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子明本）  乾隆皇帝於1746年穀雨日題跋

圖三　元　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子明本）  乾隆皇帝於1746年清和月題跋圖四　元　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子明本）  乾隆皇帝於1746年臯月題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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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
愛
玩
不
置
﹂
的
情
形
下
，
﹁
因
命
學

士
沈
德
潛
題
其
後
﹂
，
敕
命
曾
見
過
︿
富

春
山
居
圖
﹀
︵
按
，
無
用
師
本
︶
並
兩
次

作
跋
詳
記
的
老
臣
沈
德
潛
︵
一
六
七
三∼

一
七
六
九
︶
詩
題
其
後
，
以
證
己
見
。
沈

自
然
只
得
從
命
應
和
：
﹁
畫
師
如
將
將
兵

兼
正
奇
。
大
癡
富
春
山
居
之
圖
世
所
知
。

蘭
亭
右
軍
神
到
候
，
生
氣
坌
湧
何
淋
漓
。

此
卷
興
會
不
相
亞
，
筆
所
欲
赴
神
先
之
。

岡
連
嶺
複
勢
合
遝
，
偶
然
忽
斷
便
有
雲
相

隨
。
想
其
解
衣
磅
礴
處
，
著
墨
飛
動
奕
奕

軒
鬚
眉
。
上
追
右
丞
雪
江
幅
，
同
音
笙
磬

夫
何
疑
？
聖
人
得
此
屢
評
品
，
探
抉
亭
毒

窮
端
倪
。
江
山
萬
里
入
毫
楮
，
大
造
在
手

非
關
思
。
勅
命
小
臣
題
紙
尾
，
迫
窘
詰
屈

安
能
為
。
昔
年
曾
跋
︿
富
春
﹀
卷
，
今
閱

此
本
俯
仰
興
齎
咨
。
天
章
在
上
敬
賡
和
，

秋
蛇
春
蚓
敢
望
岣
嶁
山
尖
碑
。
﹂
︵
註
二
︶

在
以
上
詩
題
中
，
沈
德
潛
顯
然
大
有
言
外

之
意
，
無
論
是
﹁
大
癡
富
春
山
居
之
圖
世

所
知
﹂
抑
或
﹁
迫
窘
詰
屈
安
能
為
﹂
還
是

﹁
秋
蛇
春
蚓
敢
望
岣
嶁
山
尖
碑
﹂
均
是
委

婉
而
又
自
嘲
式
的
回
應
。

經
過
大
半
年
的
等
待
，
到
了
冬
天

﹁
姑
俟
他
日
之
辨
﹂
也
就
不
期
而
至
了
。

及
至
見
到
安
氏
所
呈
，
弘
曆
﹁
剪
燭
粗

觀
，
則
居
然
黃
子
久
︿
富
春
山
居
圖
﹀

也
﹂ 

，
﹁
駭
以
為
更
得
富
春
﹂
云
云
。

然
而
由
於
憶
及
董
︵
其
昌
︶
跋
與
子
明
本

相
同
，
﹁
則
命
內
侍
出
舊
圖
觀
之
，
果

同
。
﹂
︵
按
，
其
實
兩
者
出
入
頗
多
︶

第
二
天
，
他
召
令
梁
詩
正
諸
大
臣

對
子
明
本
與
無
用
師
本
作
了
鑒
別
，
在

一
片
附
和
聲
中
，
早
一
年
入
宮
的
子
明
本

成
了
所
謂
的
︿
富
春
山
居
圖
﹀
，
而
真
正

的
︿
富
春
山
居
圖
﹀
，
即
無
用
師
本
則
被

斷
為
﹁
贗
鼎
無
疑
﹂
。
弘
曆
在
長
至
後
一

日
作
跋
云
：
﹁
乙
丑
夏
，
沈
德
潛
進
其
所

為
詩
古
文
稿
，
幾
暇
披
閱
，
則
跋
黃
子
久

︿
富
春
山
居
圖
﹀
在
焉
，
所
記
題
跋
收
藏

始
末
甚
詳
。
是
年
冬
，
偶
得
黃
子
久
︿
山

居
圖
﹀
，
筆
墨
蒼
古
，
的
係
真
迹⋯

⋯

愛
其
溪
壑
天
成
，
動
我
吟
興
，
乃
有
長

言⋯
⋯

︿
富
春
﹀
、
︿
山
居
﹀
本
屬
一

圖
，
向
之
題
﹃
山
居
﹄
者
，
遺
﹃
富
春
﹄

二
字
，
故
雖
真
而
人
疑
其
非
是
耳
。
雖
然

摹
董
而
即
董
，
肖
黃
而
即
黃
，
蓋
非
近
日

俗
工
所
能
為
。
且
其
別
種
亦
有
實
出
舊
人

手
筆
，
而
古
香
清
韻
，
堪
以
繼
武
︽
石
渠

寶
笈
︾
者⋯

⋯

因
一
事
乃
獲
三
益
，
是
不

可
以
無
記
，
爰
書
之
於
舊
圖
，
而
正
其
名

曰
﹁
富
春
山
居
﹂
云
。
﹂
︵
圖
五
︶
經
過

弘
曆
及
其
群
臣
的
鑒
賞
品
評
，
隨
即
徹
底

改
變
了
他
在
此
前
曾
懷
疑
︿
山
居
﹀
與

︿
富
春
﹀
或
為
二
圖
之
看
法
，
從
此
便
有

了
這
場
曠
日
持
久
的
︿
富
春
山
居
圖
﹀
真

贗
之
辨
。
丙
寅
︵
一
七
四
六
︶
小
寒
日
，

他
還
將
﹁
子
明
﹂
誤
考
為
元
代
畫
家
任
仁

發
。
︵
註
三
︶
︵
圖
六
︶
從
而
子
明
本
作

為
︿
富
春
山
居
圖
﹀
的
真
迹
與
米
友
仁

︿
瀟
湘
圖
﹀
、
江
參
︿
千
里
江
山
圖
﹀
等

以
﹁
畫
卷
上
等
﹂ 

貯
於
畫
禪
室
。

縱
觀
乾
隆
十
年
至
六
十
年
前
後
長

達
半
個
世
紀
的
漫
長
歲
月
，
清
高
宗
弘

曆
陸
續
在
子
明
本
上
題
跋
吟
詠
，
或
快
雪

時
晴
，
或
避
暑
山
麓
，
或
東
巡
或
南
巡
或

西
巡⋯

⋯

隨
行
展
對
，
即
興
比
照
。
正
如

他
在
甲
辰
︵
一
七
八
四
︶
年
暮
春
所
題
御

識
：
﹁
六
度
南
巡
，
所
歷
江
山
風
物
氣
象

萬
千
，
時
展
此
卷
印
證
，
無
不
契
合
，
自

非
造
化
為
師
者
焉
能
若
此
。
﹂
︵
圖
七
︶

直
至
在
卷
首
題
上
﹁
以
後
展
玩
亦
不
復
題

識
矣
﹂
， 

並
鈐
上
﹁
太
上
皇
帝
﹂
、
﹁
十

全
老
人
﹂
等
印
，
方
才
罷
手
︵
此
時
已
幾

乎
無
處
可
題
︶
。
由
此
，
弘
曆
與
子
明
本

結
下
了
足
可
稱
﹁
前
無
古
人
，
後
無
來

者
﹂
的
不
解
之
緣
！

雖
然
弘
曆
當
年
真
實
的
心
理
狀
態

無
須
數
百
年
之
後
的
我
們
妄
加
猜
測
，
但

這
並
不
妨
礙
我
們
從
各
個
細
節
去
深
入
解

讀
、
剖
析
這
場
真
偽
論
辨
的
前
前
後
後
，

甚
至
還
可
以
運
用
近
現
代
以
來
的
心
理
學

成
果
，
去
揭
示
某
些
更
接
近
於
事
實
的

﹁
真
相
﹂
。

圖五　元　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子明本）  乾隆皇帝於1746年長至後一日題跋

圖六　元　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子明本）  乾隆皇帝於1746年小寒日題跋圖七　 元　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子明本）  乾隆皇帝
於1784年暮春題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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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先
，
弘
曆
鑒
賞
水
平
不
高
，
自
然

是
毋
庸
置
疑
的
，
經
他
誤
鑒
的
作
品
亦
非

僅
此
一
件
。
但
在
他
對
子
明
本
﹁
屢
加
品

評
﹂
、
﹁
每
閱
此
卷
，
愛
玩
不
止
﹂ 

、
﹁ 

的
係
真
迹
﹂
的
情
形
之
下
，
其
臣
子
惟
有

附
和
﹁
聖
論
﹂
，
這
在
皇
權
社
會
是
最
正

常
不
過
的
君
臣
之
道
。
儘
管
此
次
真
偽
論

辨
是
一
場
由
皇
帝
親
自
召
令
，
貌
似
極
為

鄭
重
其
事
的
鑒
別
會
，
但
也
無
人
會
直
言

相
告
，
冒
犯
龍
顏
，
正
值
盛
年
的
弘
曆
自

然
也
深
諳
此
理
。

其
次
，
他
在
題
識
無
用
師
本
︵
梁

詩
正
書
︶
中
稱
：
﹁
丙
寅
冬
或
以
書
畫
求

售
，
多
名
賢
真
迹
，
則
此
卷
在
焉⋯

⋯

﹂

︵
圖
八
︶
這
一
不
經
意
的
表
述
多
少
折
射

出
弘
曆
內
心
世
界
真
實
的
一
面
。

再
次
，
如
前
所
述
，
︽
石
渠
寶
笈
．

初
編
︾
在
乙
丑
十
月
已
完
稿
，
而
此
後
弘

曆
先
後
收
得
子
明
本
與
無
用
師
本
，
並
召

集
群
臣
作
出
鑒
別
，
隨
即
在
丙
寅
長
至
日

﹁
正
其
︵
按
，
即
子
明
本
︶
名
曰
︿
富
春

山
居
圖
﹀
﹂
。
但
弘
曆
並
沒
有
就
此
罷

休
，
反
而
是
在
丁
卯
春
正
再
作
小
字
長

跋
：
﹁
富
春
疑
案
參
來
久
，
今
喜
辨
明
楊

即
柳
。
高
王
目
迷
何
足
云
，
壓
倒
德
潛
談

天
口⋯

⋯

還
續
長
言
當
自
訟
，
庶
使
此
圖

更
因
壽
。
﹂ 

︵
圖
九
︶
到
了
夏
日
，
老

臣
沈
德
潛
又
不
得
不
恭
和
御
制
元
韻
曰
：

﹁
山
居
有
圖
傳
子
久
，
敕
命
賦
詩
日
在

柳⋯
⋯

藝
苑
遭
逢
會
有
時
，
好
配
右
丞
千

載
壽
。
﹂
︵
註
四
︶

顯
然
，
此
時
弘
曆
依
舊

沈
浸
在
真
偽
之
辨
中
而
久
久
難
以
平
息
，

他
還
需
要
像
沈
德
潛
這
樣
的
明
白
人
來
反

復
認
同
自
己
的
鑒
別
結
論
。
一
直
到
乾
隆

十
三
年
夏
五
月
之
後
，
才
將
子
明
本
補
入

︽
石
渠
寶
笈
．
初
編
︾
卷
十
二
後
面
附
錄

中
的
最
後
一
件
。
︵
註
五
︶

其
中
所
錄
﹁
乾

隆
戊
辰
夏
五
御
識
﹂ 

的
題
跋
也
是
續
補

三
十
五
件
作
品
中
之
最
晚
者
，
個
中
消
息

足
以
引
人
沈
思
。

尤
為
重
要
的
是
，
弘
曆
在
丙
寅
冬

真
偽
之
辨
後
不
久
，
曾
敕
梁
詩
正
書
﹁
御

識
﹂
于
無
用
師
本
卷
首
，
其
中
有
﹁
惟
畫

格
秀
潤
可
喜
，
亦
如
雙
鈎
下
真
跡
一
等
，

不
妨
並
存
。
因
並
所
售
，
以
二
千
金
留

之
，
俟
續
入
︽
石
渠
寶
笈
︾
﹂
云
云
。

︵
圖
八
︶
然
而
弘
曆
竟
然
無
視
自
己
一
言

九
鼎
之
尊
，
反
而
屢
食
其
言
。
按
︽
石
渠

寶
笈
．
初
編
︾
凡
例
：
﹁
一
，
是
編
所

收
皆
古
今
名
迹
，
雖
或
臨
本
逼
真
亦
置

之
次
等
，
題
款
俱
仍
其
舊
，
而
真
贋
自

別⋯
⋯

﹂
。
︵
註
六
︶

然
而
在
補
入
子
明

本
的
同
時
，
卻
未
見
錄
入
﹁
亦
如
雙
鈎
下

真
跡
一
等
﹂
的
無
用
師
本
。
又
，
自
乾
隆

五
十
六
年
︵
一
七
九
一
︶
正
月
開
始
編
纂

︽
石
渠
寶
笈
．
續
編
︾
，
至
五
十
八
年

︵
一
七
九
三
︶
成
書
，
︵
註
七
︶

但
無
用

師
本
依
然
未
見
﹁
續
入
﹂
︵
此
時
負
責

初
編
的
梁
詩
正
等
人
均
已
謝
世
︶
。
與

之
相
反
，
他
在
乾
隆
丙
午
︵
一
七
八
六
︶

曾
敕
金
士
松
在
無
用
師
本
卷
後
補
書
沈
德

潛
二
跋
，
又
命
梁
國
治
、
劉
墉
、
曹
文

植
、
彭
元
瑞
、
王
傑
、
金
士
松
、
董
誥
等

七
位
大
臣
作
合
跋
：
﹁
此
︽
石
渠
寶
笈
︾

次
等
黃
公
望
︿
富
春
山
居
圖
﹀
，
乃
安
岐

舊
物
。
沈
德
潛
所
為
兩
跋
，
自
明
沈
周
至

本
朝
高
士
奇
、
王
鴻
緒
所
珍
藏
歎
賞
者
。

及
歸
天
府
，
以
校
石
渠
舊
藏
︿
富
春
山
居

圖
﹀
，
始
知
公
望
真
跡
久
登
秘
笈
，
是
卷

特
仿
本
之
佳
者
耳⋯

⋯

至
伏
讀
御
制
題
公

望
真
蹟
記
，
因
一
事
獲
三
益
，
觸
類
於
出

治
用
人
。
即
古
人
一
筆
墨
之
妙
而
觀
其
通

見
其
大
，
蓋
無
在
非
精
義
要
道
之
發
，
以

公
望
之
靈
思
神
筆
，
具
仰
睿
賞
之
有
真
，

而
即
此
規
仿
精
良
者
，
亦
登
次
等
。
道
無

棄
材
，
義
有
差
等
，
仍
命
書
沈
德
潛
兩
跋

於
是
卷
末
，
更
徵
化
裁
含
覆
之
廣
大
也

夫
。
﹂
云
云
︵
圖
十
︶
，
對
四
十
年
前
的

那
場
真
偽
之
辨
再
作
肯
定
之
論
，
並
推
演

為
意
味
深
長
的
為
政
之
道
。
這
些
受
到
警

示
的
大
臣
們
自
然
也
就
不
敢
在
五
年
之
後

編
纂
︽
石
渠
寶
笈
︾
續
編
時
對
無
用
師
本

加
以
著
錄
了
！
這
樣
的
良
苦
用
心
，
又
何

嘗
不
是
弘
曆
內
心
真
實
傾
向
的
隱
約
呈
現

呢
？

歷
史
老
人
往
往
就
是
這
樣
，
當
我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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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熱
切
地
追
溯
真
相
時
，
卻
不
得
不
陷
入
掩

卷
歎
息
的
境
地
，
在
現
實
的
螢
幕
上
驚
人

相
似
地
一
幕
幕
加
以
重
現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弘
曆
在
位
六
十

年
，
前
後
六
次
南
巡
，
︵
註
八
︶

均
在

子
明
本
上
留
下
相
關
題
記
。
當
收
得
子

明
本
過
去
整
整
二
十
年
之
後
，
經
辛
未

︵
一
七
五
一
︶
春
、
丁
丑
︵
一
七
五
七
︶

春
、
壬
午
︵
一
七
六
二
︶
春
三
次
南
巡
，

在
乙
酉
︵
一
七
六
五
︶
春
四
下
江
南
之

時
，
他
在
子
明
本
上
作
了
如
此
御
題
：

﹁
予
南
巡
四
至
浙
江
，
富
春
皆
未
到
也
。

或
眺
於
山
陰
道
中
，
或
見
於
雲
棲
江
岸
，

或
寄
想
於
尖
塔
海
亹
。
今
來
坐
觀
潮
樓
，

目
送
銀
濤
遠
平
春
渚
，
一
峰
長
卷
仿
佛
遇

之
，
則
入
山
而
身
在
畫
中
，
何
如
望
山
而

畫
在
目
前
耶
？
茲
行
既
辨
浙
江
濤
、
廣
陵

濤
疆
域
之
舛
，
與
前
此
考
訂
山
居
真
贋
事

頗
相
類
，
予
之
不
欲
蓄
疑
，
固
不
以
小
大

岐
視
耳
。
﹂
︵
圖
十
一
︶

從
丙
寅
︵
一
七
四
六
︶
冬
的
﹁
正

其
名
曰
﹂
，
丁
卯
︵
一
七
四
七
︶
春
的

﹁
長
言
自
訟
﹂
，
戊
辰
︵
一
七
四
八
︶
夏

的
﹁
一
再
展
玩
﹂ ⋯

⋯

弘
曆
最
後
以
乙

酉
春
﹁
事
頗
相
類
﹂
的
御
識
對
當
年
的
真

偽
之
辨
作
了
了
結
。
此
後
在
子
明
本
上
長

達
三
十
年
之
久
的
眾
多
題
識
中
，
他
再
無

片
言
隻
語
加
以
提
及
，
似
乎
從
未
有
過
此

事
，
真
可
謂
往
事
如
煙
了
！
當
然
，
弘
曆

在
這
個
題
跋
中
，
也
表
明
了
自
己
數
次
南

巡
而
未
曾
到
富
春
一
遊
的
緣
由—

—
﹁
入

山
而
身
在
畫
中
，
何
如
望
山
而
畫
在
目
前

耶
﹂
，
這
顯
然
移
用
了
蘇
東
坡
的
﹁
不
識

廬
山
真
面
目
，
只
緣
身
在
此
山
中
﹂
之
意

而
作
一
自
我
釋
然
。
他
再
三
對
富
春
山
水

遙
望
、
寄
懷
，
但
終
於
沒
有
正
式
駕
幸
他

的
近
臣
董
邦
達
的
家
鄉
︵
董
邦
達
，
富
陽

人
，
時
任
禮
部
尚
書
。
作
為
弘
曆
所
欣
賞

的
山
水
畫
家
，
他
曾
為
子
明
本
的
引
首
配

上
了
一
幀
山
水
小
品
︶
。

事
實
上
，
在
弘
曆
第
二
次
南
巡
之

際
，
他
也
曾
邂
逅
富
春
山
水
，
並
作
跋
為

記
：
﹁
南
巡
至
錢
塘
，
訪
雲
棲
禪
舍
，
沿

江
岸
陸
行
，
富
春
山
色
了
了
在
目
，
又
遇

山
人
於
筆
墨
町
畦
外
矣
。
﹂
︵
圖
十
二
︶

雲
棲
禪
寺
在
杭
州
與
富
陽
相
鄰
的
五
雲
山

雲
棲
塢
，
其
西
山
塢
則
有
雲
棲
竹
徑
。

弘
曆
在
﹁
訪
雲
棲
禪
舍
﹂
後
，
又
﹁
沿

江
岸
陸
行
﹂
，
於
是
﹁
富
春
山
色
了
了

在
目
﹂ —

—

這
也
就
意
味
著
弘
曆
在
他

四
十
七
歲
那
年
真
真
切
切
地
感
受
了
一
番

富
春
山
水
！
而
在
其
他
多
則
題
跋
中
，
他

對
富
春
山
水
一
再
致
意
，
神
往
不
已
。
庚

子
︵
一
七
八○

︶
春
，
已
是
七
旬
老
人
的

弘
曆
故
地
重
遊
，
是
年
冬
，
他
在
子
明
本

上
作
記
遙
憶
：
﹁
不
見
富
春
山
色
已
十
五

載
，
今
春
過
雲
棲
山
徑
，
江
光
雲
影
遠
映

層
嵐
，
宛
如
子
久
筆
端
神
韻
，
茲
偶
一
展

閱
，
蓋
洽
我
心
矣
。
﹂
︵
圖
十
三
︶
如
此

說
來
，
弘
曆
一
生
曾
于
辛
未
、
丁
丑
、
乙

酉
、
庚
子
的
春
天
先
後
與
富
春
山
水
四
次

親
密
相
對—

—

﹁
相
看
兩
不
厭
﹂
，
並
屢

加
題
記
，
不
可
謂
不
鍾
情
於
此
地
風
物

了
！

儘
管
真
正
的
︿
富
春
山
居
圖
﹀

︵
按
，
即
無
用
師
本
︶
要
晚
至
嘉
慶
二
十

註釋

1.  初編編纂人員共十人。除上述三位外，還
有勵宗萬、張若靄、章嘉胡土克圖、莊有

恭、裘曰修、陳邦彥、觀保等人。參見

《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合編》初編，上海書
店影印版，1988年，第248頁。

2. 同上書，第1245頁。
3.  任仁發（1255—1327年底或1328年
初），詳可參見拙著《〈富春山居圖〉真

偽》第207頁注44，其卒時距子明本款題
戊寅（1338）已是十年之久，遙不相接。

4.  參見《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合編》初編，第
1245頁。

5. 同上書，第1241—1245頁。
6. 同上書，第246頁。
7.  續編編纂人員共十人，包括王傑、董誥、
彭元瑞、金士松、沈初、玉保、瑚圖禮、

吳省蘭、阮元、那彥成。參見《秘殿珠林·
石渠寶笈合編》續編，第7頁。

8.  《清史稿》卷十一至卷十五，高宗本紀二
至六。

9.  三編編纂人員共十一人，包括英和、黃
鉞、姚文田、吳其彥、張鱗、顧皋、朱方

增、吳信中、龍汝言、沈維鐈、胡敬。參

見《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合編》三編，第
1—4頁。

10.  同上書，第522頁。

年
︵
一
八
一
五
︶
二
月
至
次
年
閏
六
月
間

編
纂
的
︽
石
渠
寶
笈
．
三
編
︾
︵
註
九
︶

時
，
才
予
以
錄
入
，
此
時
距
自
詡
為
﹁
十

全
老
人
﹂
的
清
高
宗
弘
曆
作
古
已
整
整
過

去
了
十
五
年
。
雖
然
奉
旨
編
纂
三
編
的
英

和
、
黃
鉞
、
姚
文
田
等
人
並
未
臧
否
前
後

兩
卷
︿
富
春
山
居
圖
﹀
的
真
偽
，
但
他
們

在
︽
乾
清
宮
藏
十
．
列
朝
名
人
書
畫
︾
中

有
關
﹁
元
黃
公
望
︿
富
春
山
居
圖
﹀
一

卷
﹂
︵
即
無
用
師
本
︶
詳
盡
記
錄
的
最
後

作
了
如
下
三
行
小
字
題
注
，
頗
有
言
外
之

意
：
﹁
謹
案
此
圖
載
張
丑
︽
清
河
書
畫

舫
︾
，
諸
跋
語
載
卞
永
譽
︽
畫
彙
考
︾

中
。
鄒
之
麟
字
臣
虎
，
號
衣
白
，
武
進

人
。
明
季
進
士
，
考
見
續
編
。
﹂
云
云
︵
註

十
︶
。
惟
一
值
得
慶
幸
的
是
，
這
件
傳
世
名

迹
除
了
增
添
卷
首
一
跋
之
外
，
得
以
在
清

宮
靜
靜
地
度
過
近
二
百
年
的
春
風
秋
雨
，

畫
面
基
本
完
好
如
初
。
而
那
件
被
弘
曆
視

為
真
迹
的
子
明
本
則
早
已
滿
紙
題
跋
，
壅

塞
不
堪
，
以
致
難
以
辨
識
了
。
此
等
禍
福

相
倚
，
又
何
嘗
不
是
歷
史
老
人
的
睿
智
幽

默
也
！
應
作
如
是
觀
。

縱
而
觀
之
，
乾
隆
十
一
年
冬
天
的
真

偽
之
辨
僅
僅
只
是
一
個
開
始
，
歷
史
的
錯

誤
很
難
得
可
以
如
此
從
容
地
加
以
修
正
，

在
此
後
的
二
百
六
十
餘
年
間
一
直
延
續
著

這
一
進
程
。
由
此
成
就
了
中
國
繪
畫
史
上

最
為
令
人
矚
目
的
論
辯
場
景
。

作
者
任
職
於
浙
江
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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